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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近日，北京
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推进新时代首都影视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共
12 条，在资助扶持优秀作品创作生产、
推动影视产业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完善
影视拍摄服务保障机制等方面推出务实举
措，为影视产业提供有力支撑。

推动精品创作的目标更加明确。《措
施》强调，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文化思
想，更好发挥北京作为历史古都和全国文
化中心优势，聚焦现实题材，启动“新时代
新北京”创作计划，全力支持影视行业创作
生产高质量内容，推出更多体现时代风貌
的影视精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
精神文化需求，引领健康向上行业风尚。

影视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更大。《措
施》 提出，进一步发挥创作引导基金作
用，加大对优秀作品的资助力度，扩大资

助扶持覆盖面。聚焦影视创作和产业发展
的关键岗位，开辟优秀骨干人才引进绿色
通道。完善市区协同扶持机制，实现政策
联动。加快高新技术转化与应用，加大对
优秀企业、优质项目的表彰奖励力度，提
高技术创新能力。支持影视基地建设提质
升级，推进中国 （怀柔） 影视产业示范
区、朝阳区国际一流影视制作基地建设，
打造中国数字视听制作中心。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环

境，《措施》要求，健全完善影视摄制服
务机制，为影视企业提供指导咨询和服务
保障，帮助解决制约发展的难点问题；加
大城市地标、商圈景点等景观空间向影视
剧组开放力度；将加快培育具有较高专业
化、规模化、国际化水平的龙头影视企
业。不断提升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北
京电视剧盛典等品牌活动的权威性影响
力，不断开发新业态、新场景，促进影视
产业带动文化消费升级。

北京出台十二条举措推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李雪昆） 2月23日，
中国首部文生视频AI系列动画片《千秋
诗颂》启播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
工作室揭牌仪式在京举行。中宣部副部
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出席，
并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信息科学
技术学院院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戴琼海为总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揭牌。

据了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
道牵头策划的系列动画片 《千秋诗颂》，
聚焦国家统编语文教材 200 多首诗词，
依托总台“央视听媒体大模型”，运用人
工智能技术将国家统编语文教材中的诗

词转化制作为唯美的国风动画。节目首
批推出 《咏鹅》 等 6 集诗词动画，沉浸
式再现诗词中的家国情怀和人间真情，
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感受中华文脉
的勃勃生机和独有魅力，在内心根植深
厚的文化自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务会议成员姜
文波在致辞中表示，总台成立 6 年来，
坚持向科技创新要生产力，持续深化

“思想+艺术+技术”融合传播，4K/8K
频道、“百城千屏”和央视频、央视新闻
等新媒体平台快速发展。总台媒体科技
水平在全球媒体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不断

巩固，成功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创新关乎命运，科技引领未来。生成式
人工智能 （AIGC） 给媒体发展带来严峻
挑战的同时，更是千载难逢的重大发展机
遇。总台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用
科技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生产出更多的令人耳目一
新、观之折服的精品力作，让总台在全球
媒体竞争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活动上，总台还牵头发起成立“央视
听媒体大模型”研发共同体，通过开放平
台与国内一流的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在

科研攻关、需求应用、安全发展、产业生
态等方面加强合作，联动产业链上下游，
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视听媒体科研
创新提供支持，打造新质生产力，助力总
台高质量发展。

为加快AIGC核心技术研究和创新应
用开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工
作室正式揭牌。据悉，该工作室将整合
总台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媒资平台资源，
按照节目制作需求对“央视听媒体大模
型”进行训练，使之快速形成针对特定
业务的能力，打造视听节目创新创作的
大平台。

中国首部文生视频AI系列动画片启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揭牌

本报讯 （记者徐平） 2月19日，在广
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后的第二天，位于
佛山古镇的新华悦读空间正式与市民读者见
面。启用仪式上，岭南盛世自助图书馆同时
揭牌。

新华悦读空间是广东新华发行集团为贯
彻落实广东省委“1310”工作部署，助力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文化赋
能和美乡村建设，在全省镇街全力打造的一
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佛山古镇新华悦读空
间的开业，是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贯彻落实广
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以高质量的文化
供给服务大局，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具体
行动。

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和佛山市新华书
店经过两年多的探索，以《禅城区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公共文化设施运营管理工作指引》
作为依据，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
建共享”方式，成功打造佛山古镇新华悦读
空间，实现公共文化服务100%社会化，该
空间成为政企合作助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又
一示范性案例。

作为广东省首家镇级新华悦读空间，佛
山古镇新华悦读空间采取了“公共图书馆+
实体书店”融合的模式建设。岭南盛世自助
图书馆内共有各类藏书超过5000 册，书店
展示的各类新书、畅销书超过8000种、2.6
万余册，并配备了提供海量免费阅读资源的
电子阅读屏，与图书馆形成了有效互补。这
里既是环境宜人的新型实体书店，也是一间
集纳和传播佛山古镇文化特色的“民俗图书
馆”，更是承担了公共图书馆和全民阅读推
广基地功能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据悉，该项目将打造成为集图书馆、新
时代文明实践点、青年之家、广东省少先队
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党员阅览室、版权保护
宣讲、南国书香节分会场、阅读分享交流、
佛山文化传承及展示等于一体的禅城公共文
化交流会客厅。

广东首家镇级
新华悦读空间开门迎客

为充分利用农家书屋文化阵地，吉林
省各地积极探索农家书屋建设管理新路
径，坚持农家书屋寒假不打烊，开展“寒
假多彩课堂”等服务活动，努力打造乡村
孩子的“第二课堂”，丰富孩子们的假期
生活。

营造开卷有益浓厚氛围

磐石市驿马镇的志愿者在农家书屋
兼职担任“临时家长”，与乡村孩子们一
起读书、习字，鼓励孩子们在书架上挑
选自己喜欢的读物阅读，并就书中精彩
片段进行朗读分享，现场气氛温馨、活
跃。志愿者们还辅导孩子们完成寒假作
业，教授阅读技巧和写作方法，丰富了
孩子们的假期生活，营造了开卷有益的
浓厚氛围。

临江市四道沟镇的农家书屋通过读
书分享会、文艺演出等多种方式，来改
善农民和放寒假孩子们的文化生活。接
下来，四道沟镇将积极探索“农家书
屋 + ” 的 工 作 路 径 和 创 新 模 式 ， 使

“小”书屋绽放“大”文明。
磐石市吉昌镇农家书屋组织开展“农

家书屋开讲啦”系列活动，积极邀请域内
“五老”宣讲员为域内学生讲解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知识，让优秀传统文化浸润青少
年的心灵。吉昌镇吉昌村农家书屋宣讲员
王喜军结合自身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深入浅出地和孩子们分享了长辈勤俭
持家的优良传统，生动地阐释了好家风的
重要性，引导学生争做家庭美德的传承

者、社会新风的倡导者、道德规范的实践
者。磐石市宝山乡太平村农家书屋举办少
儿主题绘画及作品展示活动，活动吸引了
20 多名少年儿童绘画爱好者踊跃参与，
他们踏着新春的节拍，手持斑斓画笔，让
新年别有一番“画”说。

收获与书香同行的快乐寒假

集安市黎明街道锦江社区关工委、

妇联组织开展“温情相伴开学季，书香
相陪别样甜”主题读书活动。活动中，
孩子们在社区图书室挑选自己感兴趣的
书籍，遇到不认识的字或不理解的句
子，也会向社区工作人员进行询问。除
此之外，孩子们还现场交流了读书内容
以及读书过程中的收获。活动不仅丰富
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避免假期长时间
依赖电视和手机，更有利于他们形成良
好的读书习惯，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磐石市呼兰镇积极组织明水村、琉
串村等农家书屋开展“全民阅读，健康
生活”主题阅读活动，形成了浓厚的书
香氛围。活动中，琉串村农家书屋管理
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 《红岩》《保卫延
安》《雷锋》《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
等经典读物。孩子们畅游在知识的海洋
里，结合自身阅读经历畅谈读书心得。

春节期间，茶余饭后，在通榆县向
海蒙古族乡创业村，村民们带着放寒假
的孩子，有的聚集在文化中心跳舞健
身，有的静静地在农家书屋内读书“充
电”。农家书屋管理员林海江还义务为村
民写对联、送福字。他说：“我们每年都
要在农家书屋搞这样的活动，同时便于
农民和放假的孩子们随时看书、借书。”

磐石市宝山乡的志愿者带领儿童展
开想象、自由发挥，变身为创意绘画
家，全身心沉浸在艺术的海洋里。孩子
们用一双双小手绘画出了一幅幅形态各
异、色彩斑斓的美术作品，表达了对自
己心目中的农家书屋的憧憬之情。他们
的作品内容丰富、色彩缤纷、构思奇
异、充满童趣，农家书屋管理员还陪着
孩子们一起将他们的作品贴在书屋展示
栏中，现场一片欢乐。通过本次活动，
进一步丰富了域内儿童的假期生活，同
时进一步帮助孩子们了解传统节日的由
来、体验新春文化。接下来，宝山乡将
继续聚焦群众需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 （站）、农家书屋等阵地，推进阅读
活动走深走实，吸引更多人走近阅读、
喜爱阅读、享受阅读。

吉林省各地农家书屋：

“小阵地”为孩子搭建阅读“大舞台”
□本报记者 张席贵

吉林省临江市四道沟镇农家书屋为孩子们营造温馨、舒适阅读空间的同时，还有志
愿者现场为孩子们提供阅读服务和指导。 李泓谊 摄

2月22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
区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在分类清点、分
发、配送新学期教材。

中小学开学在即，各地做好新学期
教材接收、分发、配送等工作，为开学
做好准备。

新华社发（李明发 摄）

备教材 迎开学

本报讯 （记者吴明娟）近日，河南省
焦作市修武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侵犯著作权
案件。该案为 2022 年中宣部版权管理局、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等六部门挂牌督办
案件。

经查，自2022年1月以来，某“图书下
载平台”经营者李某将复制的出版物以及自
己购买的二手出版物通过网络出售给他人，
被当地文化执法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给
予行政处罚并处罚金3万元。据李某供述，
其购买电子书均是通过微信与冯某进行联
系，经焦作公安部门调查锁定，抓获其上线
广东籍犯罪嫌疑人冯某。

法院审理查明，2019 年以来，被告人
冯某以营利为目的，在未办理出版物经营许
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且未取得著作权人许可
及相应出版商授权的情况下，先后下载电子
书籍、电子资料69万余个电子文档，通过
微信将其中588部电子书籍销售给他人，非
法获利5万元。

法院作出判决，冯某构成侵犯著作权
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2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追缴其违法所得5
万元。

河南省修武县审结一起
侵犯著作权案

本报讯 “‘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
互译作品工程’实施13年来，累计出版多
民族作家作品358部，近200部民汉佳作实
现互译。”2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
联新疆作家协会副秘书长艾布说。

徐怀中的《牵风记》、董立勃的《可可
托海往事》、王松的《红骆驼》、阿米娜·吾
买尔的《细雨抒写绿色的信》、肖开提·依布
拉音的《岁月的礼物》……进入今年第十一
批“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
程”的24部作品出版名录已经敲定，这些
反映时代变化、展示各族群众奋斗历程和现
实生活的文学精品力作，将进入自治区各出
版社出版流程。

“这些作品，有维吾尔文作品译成哈萨
克文，有蒙古文作品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还有维吾尔文作品译成蒙古文。这些作
品出版后，20%的书送到各级新华书店，其
余的送到基层，包括农家书屋、学校及图书
馆等，对新疆各民族文学交流沟通起到非常
大的推动作用。”艾布说。

为扶持鼓励以新疆少数民族作家原创作
品为主的各民族作家作品的创作，加强各民
族作家、作品之间的翻译和交流，自 2011
年起，自治区实施“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
汉互译作品工程”，经专家评委会审定，对
各民族文学工作者征集文学原创作品和翻译
作品，给予重点扶持和出版资助，体裁涵盖
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纪实文学、儿童
文学等。

其中，莫言的 《红高粱》、陈忠实的
《白鹿原》 以及刘亮程、董立勃、赵光鸣、
韩子勇、李娟等新疆作家的作品首次被翻译
成少数民族文字，畅销书《狼图腾》等也被
翻译家达吾列提江·帕提克首次译成哈萨克
文出版发行。 （蒋大伟）

“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
作品工程”累计出版作品358部


